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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西藏自治区措勤县德能铜多金属矿的研究发现，矿区内共6条达到工业品位的铜矿体，并伴生有铅、 

锌、金、银等多种有益组分，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矿体主要赋存于燕山期石英闪长玢岩岩体外接触带及构造破碎带中， 

其中Cu4矿体规模最大，经深部钻孔工程及地表槽探验证，矿体品位和厚度沿走向和倾向变化系数较小。燕山晚期第 

一 阶段第一次石英闪长玢岩侵入体是主要成矿物质来源，后期北珏西向断裂构造是主要导矿和容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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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在西藏 自治区措勤县地区进行 1：5 

万矿产地质调查的过程中，在德能发现了一处矿石 

品位较高、规模较大的铜多金属矿点。矿点位于隆格 

尔一工布达北西西向Cu、Pb、Zn矿化带上口]。项目组 

采用大比例尺填图、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槽探及深部 

钻探工程等各种方法，查明了矿体的地质特征、成矿 

地质条件、矿体品位、厚度及其沿走向和倾向上的变 

化、矿石组构及伴生的有益组分等特征，并对矿床的 

成因类型和找矿远景进行了初步分析。 

1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隆格尔一念青唐古拉复合岩浆弧二级 

构造单元(图1)L2]，该单元主要岩浆活动、沉积建造、 

变形变质特征等如下。 

岩浆活动 该构造单元广泛发育燕山晚期中酸 

性花岗岩，是江让构造岩浆带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野 

外地质特征、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测年数 

据等，将其分为燕山晚期第一阶段第一次和第二次 

侵人体。前者岩石类型为石英闪长岩、石英闪长玢 

岩、石英二长闪长岩，具成分演化系列。其成因类型 

属同熔型花岗岩，物质来源为壳幔混熔。岩浆来源与 

早白垩世雅鲁藏布洋壳向北俯冲有关；后者与前者 

紧密共生，岩石类型为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斑 

状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斑岩，具成分演化系列。岩 

浆成因类型属“S”型花岗岩，为地壳改造型花岗岩， 

同时混有幔源成分，岩体中普遍含有壳源成因的堇 

青石、石榴石等富铝矿物。岩体内部见有大量的暗色 

包体 ，表明岩浆熔融度较低，属“S”型花岗岩中的 

表1 晚二叠世敌布错组成矿元素含量(×10～，Au×10_’) 

Table 1 Contents of Ore—forming elements of late Permian Dibueuo Formation(×10一‘，Au×10一’) 

÷收稿日期：2011一lO一12 

基金项目：西藏隆格尔一措麦地区地质矿产调查项目(编码l2l20lO818035)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胡为正(1963~)男，高级工程师，现从事矿产地质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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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藏 自治区措勤县德能铜多金属矿区区域地质略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Deneng mining area，Coqen county，Tibet 

1一第四系；2-始新世火山岩；3-古新世火山岩；4-晚二叠世地层；5-燕山期二长花岗岩；6-燕山期石英闪长玢岩；7-韧性 

剪切带；8-实测断层；9-线状向斜；10一不整合界线 ；11一同位素测年；12一矿区范围 

“Se”型，并有向碱性花岗岩(A)型演化的趋势L3]。物 

质来源应为幔壳混合源，与下地壳变质泥岩的部分 

熔融有关，所形成的构造环境与区域构造背景息息 

相关，是早白垩世雅鲁藏布洋壳向北俯冲造成地壳 

热流上升的产物，为火山岛弧型花岗岩。 

沉积建造 构造单元内零星出露早二叠世昂杰 

组、中二叠世下拉组及晚二叠世敌布错组中、下段。 

火山岩建造以零星的古新世典中组和始新世年波 

组，前者角度不整合覆盖于敌布错组及燕山期中酸 

性岩体之上。 

早二叠世昂杰组：下部以中厚一块状泥晶灰岩、 

微晶灰岩为主含少量的生物碎屑灰岩，受后期热变 

质作用多已形成方解石大理岩。上部为中薄层状长 

石石英细砂岩夹板岩，顶部与下拉组呈整合接触或 

断层接触。 

中二叠世下拉组：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岩性主 

要为白云质灰岩、微晶灰岩、泥晶灰岩夹少量条纹条 

带状灰岩或生物屑砂屑灰岩。上段岩性主要为白云 

岩、砂屑灰岩、微晶灰岩，局部受岩体和断裂构造影 

响，多已形成大理岩。 

晚二叠世敌布错组：本次调查根据岩石组合及 

沉积建造特征分为上、中、下三段。下段以复成分砾 

岩、含砾粗砂岩、中细粒岩屑砂岩为主。中段以细粒 

岩屑石英砂岩、粉砂岩、细粒岩屑砂岩、板岩为主。上 

段为微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含砾细砂岩、绢云板岩。 

底部与下拉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局部受后期断裂 

构造影响呈断层接触，未见顶。 

该组是本区较好的矿源层之一。根据76个光谱 

样品的统计结果(表1)，敌布错组地层Au平均含量 

明显低于维氏值，Ag、Cu、Pb、Zn、W、Sn分别是维 

氏值的3倍、2．7倍、7．4倍、1．5倍、6．2倍、2．3倍。 

与东部地区沉积岩化学成份相比，碎屑岩类Au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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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量相等，Ag、Cu、Pb、Zn、W、Sn分别是东部的 

2．3倍、9．5倍、3．5倍、1．8倍、2．8倍、2．8倍。泥岩、 

板岩类 Au低于东部值，Ag、Cu、Pb、Zn的含量是 

东部的2．4倍、3．4倍、5．7倍、1．6倍；接触变质岩中 

Cu、W 的含量略低与平均值，其余元素均高于平均 

质。表明敌布错组地层中Ag、Cu、Pb、Zn、W、Sn均 

为较好的矿源层，Cu、Pb、Zn在敌布错组地层具一 

定的富集作用。 

古新世典中组：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斑状流 

纹岩、英安岩、含集块角砾流纹质凝灰岩、流纹质火 

山角砾岩，未见顶。下段以流纹质凝灰岩、晶屑凝灰 

岩、沉凝灰岩，斑状安山岩为主。底部为粗碎屑岩、沉 

凝灰岩与下段沉积喷发呈不整合接触。 

始新世年波组：以气孔状蚀变斑状玄武岩、蚀变 

安山岩为主，少量玄武质、安山质火山角砾岩、辉绿 

玢岩，色调主要为灰绿——暗绿色，少数为紫灰色。 

流变的塑性变形，面理置换甚为强烈。燕山期北西西向 

开阔褶皱(纵弯机制S。)，其褶皱枢纽近于水平，倾伏向 

275～305。。沿韧性剪切带及次级断裂附近发育小规模 

的近于直立褶皱(S )，褶皱轴向以近南北向为主。变质 

程度以低绿片岩相为主，变质矿物组合为绿泥石一绿帘 

石一绢云母等，沿岩体接触带和断裂带附近变质程度稍 

高，出现高绿片一低角闪岩相，变质矿物以堇青石、红柱 

石、透闪石、角闪石、黑云母等。岩体变形不强烈，主要 

以冷缩性和次生张节理为主，在其接触带附近有时见 

有侵位面理构造，与接触面协调一致，自变质作用较 

弱，主要见有钾化、绿泥石化、泥化等。 

2 矿区地质特征 

2．1 地层 

矿区内地层出露不全，见有二叠纪敌布错组、古 

新世典中组上段、始新世年波组及第四纪松散湖积 

变形变质特征 晚二叠世敌布错组地层表现固态 物(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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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措勤县德能铜多金属矿区地质简图 

Fig．2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Deneng C0pper—polymetalIic deposit in Coqen county 

1一第四纪全新世冲洪积物；2-晚二叠世敌布错组上段；3-晚二叠世敌布错组中段；4-燕山晚期第一阶段第一次石英闪 

长玢岩；5一构造角砾岩带／韧性剪切带；6-铜矿体及编号 

二叠纪敌布错组(P d ) 分布于德能一带，总 

体呈北西向展布，出露面积0．65 km 。主要为敌布错 

组中段，以细粒岩屑石英砂岩、粉砂岩、细粒岩屑砂 

岩、板岩为主，砂岩常见有粒序层理、板岩中见有水 

平层理 ，属潮坪相的细碎屑沉积。 

古新世典中组上段(E。d ) 为斑状流纹岩、英 

安岩、含集块角砾流纹质凝灰岩、流纹质火山角砾 

岩，斑状流纹岩常见有气孔构造。 

始新世年波组(E：n) 以气孔状蚀变斑状玄武 

岩、蚀变安山岩为主。 

2．2 构造 

矿区位于柏卫勒向斜的南翼。该褶皱组成地层 

为敌布错组中段，南翼地层倾向350。～30。，倾角35。 

～55。，北翼地层倾向200。～225。，倾角4O。，两翼夹角 

11O。～125。。轴面走向北西西，近直立，褶皱被北西 

西向断裂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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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断裂构造以韧性变形为主，柏卫勒一德能北 

西西向韧性断裂是主要控岩控矿构造。 

该断裂区内断续延长约60 km，局部表现为构 

造角砾岩化，断层总体呈北西西走向斜贯矿区，倾向 

10。～45。，倾角44。～75。。断层切割了晚二叠世敌布 

错组、古新世典中组、燕山期侵入体等地质体，断层 

沿山坡发育，常形成陡崖，断层三角面，主要表现为 

片理化、硅化破碎带，两侧岩石硅化破碎，节理裂隙 

发育，具分带性(图3)，措勤县德能北西西向韧脆性 

断层实测剖面具有代表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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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措勤县德能北西西向韧脆性断层实测剖面 

Fig．3 Measured section of NWW —trending ductile—brittle fault in Deneng area，Coqen county 

l一第四系冲积物；2一石英闪长玢岩；3-构造角砾；4-碎裂岩化岩屑砂岩；5-片理化岩屑砂岩；6-分层号 

构造角砾岩带 岩石褐黄一深褐色，角砾状，块 

状构造，角砾成分为中细粒岩屑砂岩，呈棱角状，砾 

径大小为2～3 cm，基质成分为氧化铁质，岩石呈颗 

粒支撑，岩石中充填氧化铁质薄膜。 

碎裂岩带 岩石为中细粒岩屑砂岩，岩石碎裂， 

发育两组劈理呈网格状。第一组产状：6O。 85。，第 

二组产状：330。 80。，劈理间隔密度约lcm，岩石中 

见褐铁矿脉和硅化石英脉沿劈理面发育。 

片理岩化带 岩石为灰一灰褐色中细粒碎屑砂 

岩，呈中细粒结构，片理状构造，岩石中发育片理化， 

呈薄片状 ，片理间隔约 3～5 mm。 

碎裂岩带 岩石为中细粒岩屑砂岩，岩石碎裂， 

发育两组劈理呈网格状。第一组产状145。 37。，第 

二组产状：320。 75。。劈理间隔密度3～4 cm。 

第四系残坡积相砂砾石层 砾石成分为岩屑砂 

岩、闪长玢岩，呈棱角状，砾径大小2～50 mm，砂质成 

分为晶屑和岩屑，呈次棱角状，粒径大小约为1 mm。 

上述剖面表明断层发育于燕山期岩体与敌布错 

组接触界线附近。早期为韧性变形，形成密集的片理 

化。后期叠加了脆性变形，形成硅化、构造角砾化，具 

多期活动性质。断裂旁侧次级北西西向裂隙为容矿、 

储矿构造，矿区Cul、Cu2、Cu3、Cu4、Cu5矿体即赋 

存于裂隙中。 

2．3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表现为燕山期中酸性岩浆的侵 

入。岩石类型为石英闪长玢岩，是主要的含矿地质 

体，分布于矿区中部，总体呈北西向展布，与围岩呈 

侵入接触。围岩外接触变质带发育，主要有堇青石角 

岩、红柱石角岩、板点板岩等，其宽约300 m。岩体自 

变质不明显，主要为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等。其同位 

素测年为119．6±5．4 Ma(U—Pb法)，属白垩世。本 

次工作将石英闪长玢岩体的形成时代归属为燕山晚 

期第一阶段第一次侵人体。 

据石英闪长玢岩(36个样品)光谱样品资料，Cu 

最大值达60．6×10一，平均 34．78×10一，Pb最大值 

达183X10一，平均36．32×i1 0一，Zn最大值达234X 

10一，平均 125．97X10一，含量明显高于维氏值，表 

明石英闪玢长岩更利于成矿。 

3 1：1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矿区1：1万土壤化学测量成果圈定综合异常2 

处，分别编号为 I、Ⅱ(图4)。 

I．Cu、Pb、Zn综合异常：分布于矿区的北西 

角，呈不规则状北东向展布，面积 0．6 km ，Cu、Pb、 

Zn异常套合性较好，Cu异常呈不规则圆状，分布于 

构造角砾岩带及铜矿体的两侧。异常母岩为石英闪 

长玢岩。异常下限为30．OO×1O一，峰值为293．00X 

1O一，面积为0．60 krn 。Pb异常分布位置及形态与 

Cu异常相似，异常母岩为石英闪长玢岩，下限为 

114．OOx 1O一，峰值为 3014．OO x 1O 异常面积为 

0．68 km 。Zn异常主要分布在Cu矿化体周围。石英 

闪长岩岩体及与其接触的敌布错组地层中，呈不规 

则圆展布，具两级浓度分带：睨象，异常下限为130．00 

×10一，元素异常峰值为3]：29．00×10一，异常面积 

0．45 km。。 

Ⅱ．Cu、Zn综合异常：：分布于矿区的中部，呈不 

规则状北东向展布，面积0．3 km 。Cu、Zn异常套合 

性较好。Cu元素异常呈椭圆状，分布石英闪长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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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措勤县德能铜多金属矿区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图 

Fig．4 Soil—geochemical anomaly map of Deneng Copper—polymetallic deposit in Coqen county 

1一综合异常范围；2-铜异常范围及异常下限；3-铅异常范围及异常下限；4-锌异常范围及异常下限；5-异常编号；6-铜矿 

体位置 

中，沿硅化破碎带周围展布，面积为0．28 km ，峰值为 

197×10一。Zn元素异常主要分布在硅化破碎带周围 

与Cu呈不规则同心圆展布，峰值为3495．00×10一。 

4 矿床地质特征 

4．1 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 

地表初步调查和槽探 、钻探工程取样表明，区内 

有6条铜矿体，其形态、产状、规模等特征见表2。 

Cul矿体 赋存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玢岩的构 

造破碎带中，总体呈北北东向展布。矿体形态与产状 

严格受构造破碎带其形态、产状、规模控制，断续长 

度 180 m，厚 2．O0 m，产状 70。 65。。 

Cu2矿体 北西端赋存于晚二叠世敌布错地层 

中的构造破碎带中，南东端赋存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 

表 2 矿体形态、产状、特征 

Table 2 Shapes，occur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re bodies 

玢岩的构造破碎带中，总体呈北西向展布。矿体形态 

与产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的形态、产状、规模控制，断 

续长度680 m，厚3．41 m，产状30。～5O。 60。～65。。 

Cu3矿体 北西端赋存于晚二叠世敌布错地层 

中的构造破碎带中，南东端赋存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 

玢岩的构造破碎带中，总体呈北西向展布。矿体形态 

与产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的形态、产状、规模控制，断 

续长度700 m，厚3．28 m，产状1O。～335。 50。～7O。。 

Cu4矿体 北西端赋存于晚二叠世敌布错地层 

中的构造破碎带中，南东端赋存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 

玢岩的构造破碎带中，总体呈北西向展布。矿体形态 

与产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的形态、 状、规模控制，断 

续长度1210 m，厚8．78 m，产状35。～55。 45。～75。。 

Cu5矿体 赋存于晚二叠世敌布错地层中的构 

造破碎带中，总体呈北西向展布，矿体形态与产状严 

格受构造破碎带的形态、产状、规模控制，断续长度 

650 m，厚 1．47 m，产状 3O。 50。～65。。 

Cu6矿体 赋存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玢岩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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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破碎带中，总体呈北西向展布，矿体形态与产状严 

格受构造破碎带的形态、产状、规模控制，断续长度 

600 m，厚 2．15 m，产状 215。 65。。 

4．2 矿石质量 

4．2．1 矿石矿物成分 

黄铜矿矿石 金属矿物黄铁矿2 ～3 ，黄铜 

矿1 9／5～3 ，铜蓝0．5 ～1 。次生矿物1 ～2％， 

针铁矿1％～6 9，6。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2O ～40％， 

绿泥石25 ～40 9／6、长石7％～1O％。黄铁矿半自形 

晶，粒径 0．1～0．8 mm，已氧化成次生针铁矿，仅保 

留其假象。黄铜矿它形晶，粒径0．1～O．20 1Tim，多氧 

化为次生孔雀石、铜蓝和褐铁矿(针铁矿)，仅见局部 

残留，次生孔雀石、铜蓝，分布在裂隙中。石英粒状、 

犬齿状，长径0．15～2 mm。长石半 自形板状，长径 

0．5～3 mm，强绢云母化。绿泥石显微鳞片状 ，不均 

匀分布，片径0．O2～O．05 mm，部分风化析铁。 

含方铅矿黄铜矿矿石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1％～5 ，黄铜矿1 ～3 ，铜蓝0．5 ～1 。次生 

矿物孔雀石1 ～2％，方铅矿1 ～6 。脉石矿物主 

要有石英15％，绿泥石25 ～40 ，阳起石5 ，角砾 

5％～15％。黄铁矿半自形晶，粒径0．1～O．8 mm，黄 

铜矿它形晶，粒径 0．02～0．20 mm，少数达 0．5～1 

mm。周围含大量次生孑L雀石、铜蓝，少量斑铜矿和 

辉铜矿。方铅矿半自形晶，粒径0．1～O．9 mitt，边部 

见次生白铅矿；石英粒状、犬齿状，长径 0．1～1．8 

mm。绿泥石显微鳞片状，不均匀分布，片径0．O2～ 

0．05 mm，部分风化析铁。阳起石纤状，长径0．05～ 

1．2 mm，弱硅化，角砾强硅化，仅残留有绿泥石。 

方铅闪锌黄铜矿矿石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2 ，黄铜矿3％～5 ，闪锌矿3 ，方铅矿3 。脉石 

矿物主要有石英45 ，绿泥石32％，角砾1O 。黄铁 

矿半 自形晶，粒径0．1～O．6 mm。黄铜矿它形晶，粒 

径0．O3～1．30 mm，少局部包裹闪锌矿。闪锌矿他形 

晶，粒径 0．1～1．2 mm，含乳浊状黄铜矿(占闪锌矿 

的3 ～8 )。方铅矿他形一半自形晶，粒径0．2～1．5 

mm，包裹黄铁矿，局部熔蚀交代闪锌矿；石英粒状、 

犬齿状，长径0．5～2 mm，绿泥石显微鳞片状，片径 

0．O3～0．1 mm，角砾强硅化，仅残留有绿泥石。 

黄铁矿黄铜矿矿石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1 ～15 ，黄铜矿 1％，脉石矿物主要有绢云母 

92％，绿泥石2 、菱铁矿脉3 ；黄铁矿分布在黄铁 

矿绿泥石石英脉中，脉中黄铁矿半自形晶，粒径0．02 
～ 0．10 mlTl，黄铜矿分布在石英脉 中，脉宽 0．03 

mm，脉中黄铜矿它形晶，粒径0．02 mm，绢云母、绿 

泥石显微鳞片状，无定向分布，片径小于0．01 mm， 

碎裂纹发育，沿裂隙纹充填菱铁矿脉，脉宽0．03～ 

0．2O mm 。 

4．2．2 矿石的有用组份 

Cul矿体铜含量0．33 ～1．23％，平均0．78％； 

Pb含量1．O3～1．14 9／6，平均1．O9％；Zn含量0．16 
～ O．48％，平均 0．32％；Ag含量(5．05～66．80)× 

10一，平均 35．93×10～；Au含量<O．05×10一。 

Cu2矿体铜含量0．35％～4．36 ，平均1．68％； 

Pb含量 0．05％～44．76 ，平均 9．13 ；Zn含量 

0．01 ～O．32 ，平均0．11 ；Ag含量(8．94~430) 

×10一，平均130．65×10一；Au含量<O．05×10一。 

Cu3矿体铜含量0．3O ～1．46％，平均1．68 ； 

Pb含量 0．074 ～24．7O ，平均 4．05％；Zn含量 

0．014 ～0．19 ，平均 0．07 ；Ag含量(17．60～ 

242)×10～，平均 72．07×】0一；Au含量<0．05× 

1O一 。 

Cu4矿体铜含量0．24 ～2．8O ，平均0．84 ； 

Pb含量 0．18 9／5～9．47 9／5，平均 3．36 ；Zn含量 

0．063 ～0．76 ，平均 0．28 ；Ag含量 (9．37～ 

112．3)x 10一，平均 39．68×10一；Au含量<(O．05 
～ 0．12)×10～，平均0．055×10一。 

Cu4矿石地表走向上矿石中有用组分含量变化 

铜品位走向上一般在0．24％～2．3O％之间作跳跃式 

变化，起伏不大[4]，铜品位变化系数为64．93％，铅品 

位走向上在 0．18 9／6～9．47 之间作跳跃式变化，起 

伏不大，铅品位变化系数为81．55％，银含量走向上 

在(9．37～112．3)×1O 之间作跳跃式变化，起伏不 

大，银含量变化系数为81．85 ，Cu4号矿体铜、铅、 

银含量在走向上的变化见表3。 

Cu4铜矿体深部矿石有用组分含量变化 深部 

铜品位走向上一般在0．24％～1．18 之间作跳跃式 

变化，铜品位变化系数为61．71％，铅品位走向上在 

0．14％～9．81％之间作跳跃式变化，起伏不大，铅品 

位变化系数为 76．47 ，银含量走向上在 2．99 ～ 

1O．8 之间作跳跃式变化，起伏不大，银含量变化系 

表3 Cu4矿体地表Cu、Pb、Ag含量沿矿体走向变化 

Table 3 Variation of Cu，Pb and Ag contents in surface along the trend of Cu4 Ol'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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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7O．16 ，Cu4号矿体铜、铅、锌含量在走向上的 

变化见表4。 

表4 Cu4矿体深部Cu、Pb、Zn含量沿矿体走向变化 

Table 4 Variation of Cu，Pb and Ag contents in deep 

along the trend of Cu4 ore body 

5 矿床成因类型 

德能铜多金属矿位于隆格尔一念青唐古拉复合 

岩浆弧，为冈底斯铜铁多金属成矿带的主要组成部 

分。区内二叠纪敌布错组地层为一套湖相碎屑岩沉 

积，典中组为陆相火山岩沉积。 

上述区域背景资料显示二叠纪敌布错组为Cu、 

Pb、Zn有利矿源层。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尤其是 

北西西向韧性断裂为主要控岩控矿构造。燕山期石 

英闪长玢岩是主要的成矿地质体。 

区内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是主要构造事件。北西 

西向断裂活动导致热能、化学能递增叠加，动力变质 

作用明显增强，富含硅质地段出现硅化，有用元素初 

步富集于热液中。燕山晚期，由于强烈的岩浆活动和 

断裂活动，尤其是岩体的多阶段多次活动，导致热、 

气、水和铜矿物质活动的反复叠加。受后期北西西断 

裂活动的影响，上部岩体及围岩进一步产生裂隙，含 

矿热液沿裂隙上升，从而形成了构造蚀变岩型矿床。 

构造蚀变岩是形成本矿床的围岩，断裂构造活 

动是含矿汽水溶液运移、沉淀的场所，岩浆一热液活 

动是成矿的必要条件 。 

6 结 论 

(1)德能铜多金属矿属冈底斯铜铁多金属成矿 

带重要组成部分。矿体的成因与区域地质背景密切 

相关 。 

(2)矿床物质来源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玢岩有 

关。北西西向区域性断裂构造是主要的控岩控矿构 

造，其旁侧断裂及次级断裂是主要的导矿容矿空间， 

矿床成因类型属构造蚀变岩型。 

(3)矿床矿石品位较高，主成矿元素铜含量沿走 

向和倾向变化不大，伴生有益组分含量较高，具有进 
一 步工作的价值。 

本文系集体劳动成果，参加工作的人员还包括： 

高原、杜昌法、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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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neng copper-polymetallic deposit 

genetic analysis of 

in Coqen county，Tibet 

HU Wei—zheng，DENG Bi—rong，HUANG Dong—rong，QIAN Zheng—jiang，DU Chang—fa 

(Jiangxi Institute ofGeological Survey，Nanchang，330030，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Deneng copper—polymetallic deposit in Coqen county，Tibet，shows that in the mineral 

district there are six ore bodies copper ore with production—grade of Cu，associated useful components of 

Pb，Zn，Au，Ag，etc．and good ore—form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The ore bodies are mainly occured in 

the exocontact zones of Yanshanian guarts diorite porphyrite intrusions and tectonic fracture zones，among 

them ，Cu4 ore body is the largest one．The deep drilling and surface trenching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cod— 

ficients of ore grade and thickness along the strike and tendency of ore bodies are smal1．The quartz diorite 

porphyrite intrusions of the first time of the first stage late Yanshanian are the main source of ore—forming 

materials，the late NW W —trending faults are the main ore channels and host structures． 

Key words：Deneng；copper—polymetallic deposit；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ene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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